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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以京剧艺术的

鼎盛为标志ꎬ中国传统戏曲再次走向发展高峰ꎬ这
当然与戏曲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直接相关ꎬ毋庸置

疑的是ꎬ大众传媒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近年来学者们也关注到晚清民国报刊所登载的戏

曲资料的学术价值ꎬ大多从报刊对剧目的推广、对
演剧的评论、对艺人的宣传等方面展开研究ꎬ主要

集中在文字史料的整理与解读ꎬ戏曲广告是一个

有待深研的领域ꎮ 近代戏曲艺术再次走向巅峰的

过程与报刊业的繁荣几乎同步ꎬ剧目演出往往通

过发布报刊广告以做推广ꎬ报刊经营也需要登载

戏曲信息以提高销量ꎬ在戏曲艺术与大众传媒互

动的过程中ꎬ报刊广告也参与建构了戏曲艺术繁

荣发展的文化生态ꎮ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ꎬ对«北洋画报»戏曲广告及其学术研究价

值作一浅论ꎮ

　 　 一、«北洋画报»及其戏曲广告

近代天津对戏曲特别是京剧艺术的发展与传

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ꎬ“北京学戏ꎬ天津唱红ꎬ
上海赚钱”已成为时人共识ꎮ 这与近代天津大众

传媒对名角演出的宣传与推广有着直接关系ꎮ
«北洋画报»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７ 日创刊ꎬ于 １９３７ 年

停刊ꎬ共出刊 １５８７ 期ꎬ号为华北画报巨擘ꎮ 恰如

«良友»画报对上海都会文化的建构ꎬ«北洋画报»
也“标志了现代中国报刊史上意义深远的一章ꎬ
也在呈现中国现代性本身的进程上迈出了历史性

的一步” [１]１０４ꎮ «北洋画报»以“时事、艺术、科学”
为口号ꎬ以介绍时事热点、社会活动、戏剧、电影、
人物、书画和风景为主ꎬ图文并茂ꎬ销量颇高ꎮ

«北洋画报»十分重视广告的经营ꎬ创刊号上

便有专门版面登载广告ꎬ直到出版最后一期ꎬ广告

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ꎮ 在经营理念上ꎬ«北洋画

报»将广告看作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ꎬ认为报纸

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倡导现代文明的精彩内容、
吸引广大读者的版面编排和财力支撑的商业广

告ꎮ 就报纸与广告的关系来讲ꎬ广告是维持报纸

生命的最大源泉ꎬ在不侵越“报材”地位的基础

上ꎬ广告也可以形成固定的版面模式和多样的设

计风格ꎮ 也正因此ꎬ«北洋画报»成为当时天津地

区登载广告最多的报刊ꎬ其所刊登的广告包括汽

车广告、唱片广告、医药广告、服饰广告、演出广

告ꎬ以及出版、特聘、招生、招租、出让、启事等ꎬ涉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ꎬ在有效传递商业信息的

同时ꎬ也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消费行为与审美观念ꎬ
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多重样貌ꎬ其学

术研究价值可见一斑ꎮ
«北洋画报»的办刊宗旨是“传播实事、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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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灌输知识”ꎬ因此ꎬ戏曲特别是京剧作为当

时最为普遍的艺术形式ꎬ尤其受到关注ꎬ到中后

期ꎬ更开办了“戏剧专刊”ꎬ专门登载戏剧相关内

容ꎬ拓宽了近代戏曲的发展空间ꎮ 对于戏曲艺术

的宣传与推广ꎬ«北洋画报»不仅设有“曲线新闻”
“剧界琐闻”“梨园轶闻”等栏目ꎬ专门发布相关新

闻ꎬ还刊登了大量戏曲广告ꎬ有时还会配发“剧
讯”“剧目声明”等专题报道ꎬ预告演出消息ꎬ使读

者能够及时了解演出情况与艺人动态ꎮ 这些戏曲

广告都颇具鲜明的个性特征ꎬ以丰富多样的广告

类型赢得了当时讯息战略的胜利ꎬ不仅实现了戏

曲信息的有效推广ꎬ也清晰地记录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天津戏曲的发展面貌与文化生态ꎮ

　 　 二、«北洋画报»戏曲广告的类型与特点

现代报纸广告的分类形式多种多样ꎬ根据目

的的不同分为公益广告、产品广告和机构广告ꎬ根
据内容的不同分为销售广告、形象广告和观念广

告ꎬ根据形式的不同分为展示广告、分类广告和插

页广告ꎬ根据版式的不同分为版面广告、跨版广

告、通栏广告、报花广告、报眼广告、报眉广告等ꎮ
«北洋画报»戏曲广告作为早期报刊广告的代表ꎬ
既具有其时代特色ꎬ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现

代报纸广告的相似之处ꎮ 结合内容与形式上的特

点ꎬ我们将«北洋画报»戏曲广告分为三种类型:
消息、剧讯类广告ꎬ图像类广告和戏院广告ꎮ

(一)消息、剧讯类广告

传播讯息、引导消费是广告的主要功能ꎮ 消

息、剧讯类广告属于销售广告类型中的报道式广

告①ꎮ “新闻报道式广告标题写作时ꎬ必须具备新

闻新颖、快捷、第一时间报道的特征ꎬ用新闻报道

的方式向消费者发布新商品或劳务讯息ꎮ” [２]４０８

«北洋画报»中消息类广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

小消息、小消息、剧界消息、剧场消息、戏剧消息、
伶人消息等ꎻ剧讯类广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剧讯、剧
讯一束、特种剧讯、津埠剧事近讯、故都剧讯等ꎮ
这些消息、剧讯类广告ꎬ大多言简意赅、新颖快捷ꎬ
专门发布演剧信息ꎬ使读者能及时了解演出情况

和艺人动态ꎬ具备了现代报道式广告的核心要素ꎮ
«北洋画报»的消息、剧讯类广告在形式上属

于纯文字广告ꎬ在内容上集中报道演剧信息和艺

人动态ꎬ特别注重戏曲讯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ꎮ
如 １９２６ 年刊出的第 ９ 期有“社会小消息”:“三日

为已故张少轩将军之夫人寿辰ꎬ在英租界松寿里

本宅演戏庆祝ꎬ是日戏码有梅兰芳之盗盒及醉酒ꎬ
杨小楼之夜奔ꎬ尚小云高庆奎之探母ꎬ韩世昌朱素

云之惊梦ꎬ及名丑肖长华之连升三级ꎮ 其余尚有

津埠男女名伶之戏甚多ꎬ不能尽录ꎮ” [３]１９２８ 年刊

出的第 １８０ 期有“剧界消息”:“本宅堂会戏目为

荀慧生之全本荀灌娘ꎮ 余叔岩田桂凤之坐楼杀

媳ꎮ 余叔岩荀慧生程继仙之摘缨会ꎮ 尚和玉之五

人义ꎮ 京角仅初六日演一天ꎮ 初五日则归班底演

唱云ꎮ” [４]这些消息类广告对当时戏剧艺人的各

种演出活动、上演剧目、行程动态等作了全面的报

道ꎮ 剧讯类广告相比较于消息类广告往往更加简

洁明了ꎬ直接表明何人、何地、何时、何剧ꎬ用通俗

易懂的文字客观呈现演剧信息ꎬ如 １９２９ 年第 ４１５
期有“珠尘剧讯”:“章遏云已应新新影院之聘ꎬ将
于国历除夕起出演ꎬ是夕剧码为玉堂春带团圆ꎮ
元旦日场双出:射戟及宝莲灯ꎮ 夜场风火岩ꎮ 二

日夜场演四八郎招亲ꎮ 同演者有侯喜瑞ꎬ郭仲衡ꎬ
朱素云ꎬ周瑞安ꎬ一斗丑ꎬ李寿山等ꎬ颇极一时之人

选ꎮ” [５]报刊是时人广泛信任的大众传播媒介ꎬ以
此来传达各种戏剧消息ꎬ不仅可以提高艺人的知

名度ꎬ也可以让戏曲活动的相关讯息传播到社会

各个阶层ꎮ
吴新苗曾对报刊戏曲广告做过界定:“报刊

中刊载的戏曲广告ꎬ指的是在比较固定的版面、用
类似节目单的形式预告当天或次日各大戏园戏曲

演出信息的一种广告ꎬ一般包含演员、剧目、时间、
地点等信息ꎬ因为不仅仅是起到预告的作用ꎬ还具

备宣传的功能ꎬ所以戏曲广告对于演员和剧目的

信息ꎬ往往用一些修饰语来鼓吹” [６]ꎮ «北洋画

报»消息、剧讯类广告就同时具有预告和宣传的

双重效果ꎮ 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ꎬ天津戏园对演

剧的宣传主要是张贴海报ꎬ将演员和上演的剧目

写在纸上ꎬ贴在戏园门前ꎮ 自«北洋画报»刊登戏

曲广告之后ꎬ报纸广告逐步取代了戏曲海报ꎬ成为

近代天津观众获得演出信息的主要来源ꎮ
«北洋画报»消息、剧讯类广告也善于使用具

有宣传性质的修饰语对戏曲演员进行适度推广ꎬ
如有关梅兰芳的广告往往在姓名上方冠以“伶界

大王”的称号ꎬ其他广告也常常带有夸饰性的宣

传语ꎬ如 １９２７ 年第 １２７ 期的“小消息”:“本埠著

名票友王庾生高鹤婷王竹生李克昌诸君ꎮ 与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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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马艳云马艳秋姊妹小桃容丽娟等ꎮ 在本星期五

晚及星期六白日ꎮ 假座法租界明星戏院ꎮ 演唱义

务戏两日ꎮ 诸君结为旧戏界之泰斗ꎮ 届时当有一

番盛况” [７]ꎻ再如 １９３３ 年第 ９５３ 期中的一则

“剧讯”:“名坤伶陆素绢已于日前抵津ꎬ明日起在

春和出演四日ꎬ所演者均为拿手好戏” [８] 类

似“本埠名票” “著名坤伶” “戏界泰斗” “名噪津

门”等词语普遍见于各类戏曲广告之中ꎬ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模式ꎬ可见«北洋画报»早已具备较为

先进的广告经营理念ꎬ有意识地采取多种手段在

预告演出信息的同时ꎬ力求达到宣传推广的良好

效果ꎮ
(二)图像类广告

开北方画报之先河的«北洋画报»ꎬ其内容以

照片、图片为主ꎬ兼用文字ꎬ排版设计十分重视视

觉上的冲击力ꎬ“每隔五十期就会以不同的颜色

示人图文一色ꎬ视觉冲击力蓦然而强烈” [９]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ꎬ«北洋画报»刊出的 １５８７ 期

中登载照片多达两万余幅ꎬ其中ꎬ京剧演员与演剧

照片有 ３５００ 余幅ꎬ里面也包括大量用于宣传推

广、发挥广而告之作用的图片ꎮ 从发布时间来看ꎬ
«北洋画报»首次刊登戏曲演出广告就是采用照

片的形式ꎬ１９２６ 年第 １５ 期头版正中间就是一张

照片«日本名伶抵京时与梅兰芳合影于东车站»ꎮ
旁边配有文字预告:“日本名伶四人ꎬ于本月二十

日抵京ꎬ自二十一日起在开明戏院同梅兰芳等演

剧三天ꎮ” [１０]这样图文并茂的方式ꎬ生动地展示了

日本名伶来京演出的信息ꎬ极大地促进了戏曲信

息的传播推广ꎮ
此后ꎬ«北洋画报»的演剧广告渐成体系ꎬ以

照片、图片的形式介绍演剧信息也成为一种主要

的广告手段ꎬ往往在头版正中间最醒目的位置登

载大幅照片ꎬ或在戏剧专刊登载多幅戏装照、舞台

照等ꎬ以鲜明的视觉冲击力实现了对演剧信息的

宣传效果ꎮ 这类广告体现出现代报纸广告中形象

广告①和展示广告的特点ꎮ “展示广告一般可以

占据比较大的版面ꎬ半版甚至是整版ꎬ附有彩色插

图ꎮ 这类广告可想而知ꎬ费用较高ꎬ但是排场大ꎬ
非常适合大企业打形象广告ꎬ是展示企业实力的

有效工具ꎮ” [１１]１７０这类照片作为一种展示广告ꎬ记
录了戏曲演出的妆容与扮相ꎬ让舞台扮演过程的

经典瞬间凝固成造型艺术而留下永恒的美ꎬ也在

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戏曲艺人的媒介形象ꎬ对于演

员的走红和演剧的成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与推广

作用ꎮ 如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新艳秋在春和戏院演出ꎬ
«北洋画报»就连续刊登新艳秋的剧照以做推广:
第 １８０ 期戏剧专刊登有照片«近日出演春和之名

坤伶新艳秋‹骂殿›戏装»ꎻ第 １８１ 期头版正中登

载戏装照ꎬ并附题:“近日名噪津门之坤伶新艳秋

一人分扮之玉堂春«嫖院»戏装双影” [１２]ꎻ第 １８２
期戏剧专刊登载照片«新艳秋最近之戏装御碑亭

摄影»ꎮ 这些照片展示了即将登台演出的名伶近

影与戏装扮相ꎬ以生动形象的方式精彩地呈现了

演剧内容ꎬ同文字形式的演剧信息一起促进了戏

曲信息的有效推广ꎮ
新编历史剧是京剧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尝

试ꎬ服饰与动作方面的创新是这类剧目最吸引观

众的地方ꎮ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ꎬ对于这类新派

演剧的宣传与推广ꎬ当首推报刊登载的精彩剧照ꎮ
梅兰芳作为京剧改革的扛鼎人物ꎬ创作了许多经

典的古装新戏ꎬ他在服饰、舞蹈、动作方面的崭新

创造都被拍成照片ꎬ刊载于各大报纸杂志ꎬ«北洋

画报»作为推广京剧艺术的媒介重镇ꎬ也刊登了

大量梅兰芳的新剧照片ꎮ １９２７ 年第 ８１ 期设“梅
兰芳专号”ꎬ头版正中为大幅梅兰芳戏装照«伶界

大王梅兰芳(丙寅年)最新造像»ꎻ第二版刊载了

三幅戏装照ꎬ分别是:«古装剧‹西施›中梅兰芳及

姚玉芙之羽舞»(武越摄于真光剧场)、«太真外传

第四本中之梅兰芳» (其一) (其二)ꎻ第三版刊载

两幅戏装照ꎬ为«‹红线盗盒› 中之梅兰芳» (其

一)(其二)ꎻ第四版有梅兰芳演出戏单图片«梅兰

芳来津演剧戏码»ꎬ里面就包括“念三日红线盗

盒”“念四日西施前本” “念五日西施后本”等信

息ꎮ «前部西施» «后部西施» «太真外传» «红线

盗盒»都是梅兰芳风靡全国的古装新戏ꎬ«西施»
中的羽舞、«红线盗盒»中的拂尘舞和剑舞ꎬ以及

«太真外传»中的舞蹈场面ꎬ都是梅兰芳团队创作

的全新舞蹈程式ꎮ «北洋画报»在推介梅兰芳将

在明星剧院演出的剧目时ꎬ配合其多种舞蹈精美

戏装照ꎬ如此的宣传力度无疑给时人带来一场豪

华的视觉飨宴ꎮ
樊志育总结了广告插图的八项功能:“①使

广告接受者之注意力趋向广告ꎮ ②使关心广告的

消息ꎮ ③向广告接受者提示广告消息重点ꎮ ④提

高对广告商品之欲望ꎮ ⑤使具体明了广告商品之

９６

«北洋画报»戏曲广告及其学术价值新探

①形象广告ꎬ是以树立和推广形象、扩大影响力为主要目的
的广告ꎬ包括企业形象广告、品牌形象广告、产品形象广告(参见
叶茂中«广告人手记»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０ 页)ꎮ



特征及魅力ꎮ ⑥使广告商品与某种人或某一阶层

相关联ꎮ ⑦使对广告标题、本文等引起注目及促

使阅读力量ꎮ ⑧能在刹那间抓住预期顾客ꎬ须有

解除广告接受者烦恼之插图表现ꎬ强力吸引广告

接受者注目的力量ꎮ” [１３]９４ 结合以上案例可以看

出ꎬ«北洋画报»刊登了大量演员照片以做推广ꎬ
这种图像类广告在提示广告消息、引起注意力、展
示商品特征与魅力、促进阅读力量、强力吸引受众

等方面都表现出强大作用ꎬ可以说是精准地掌握

了民众的观赏心理ꎬ实现了最佳的宣传效果ꎮ
(三)戏院广告

戏院广告是«北洋画报»戏曲广告中在内容

和形式上都相对比较固定的一种广告类型ꎮ 从内

容来看ꎬ戏院广告往往集中呈现演出地点、戏曲班

社或演员、演出时间、演出剧目、观演票价等具体

信息ꎻ从形式来看ꎬ戏院广告基本上都是报刊栏中

的一小块儿ꎬ或正方形或长方形ꎬ刊登位置一般在

今天报纸版面“报眼”或“报眉”的位置ꎬ以起到醒

目的作用ꎮ 这类广告具有现代报纸广告中的机构

广告①和报眼、报眉广告②的双重特点ꎮ
笔者通过初步整理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３２ 卷精装本«北洋画报»发现ꎬ约有 ６６５ 期刊登了

戏院广告或戏院演剧广告(戏院电影广告除外)ꎮ
总体来看ꎬ戏院广告在刊登时间上ꎬ呈现出两头低

中间高的曲线分布的特点:从 １９２６ 年创刊到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第 １５０ 期很少有戏院广告ꎻ
从第 １５２ 期开始有春和戏院广告ꎬ从第 １７２ 期开

始有明星戏院广告ꎬ此后两个戏院不断刊登广告ꎬ
频次渐增ꎬ到 １９３０ 年前后达到广告高发期后ꎬ频
次逐渐减少ꎬ到 １９３３ 年第 ９００ 期之后ꎬ基本没有

戏院广告了ꎬ只有 １９３６ 年第 １４２１ 期到 １４３９ 期之

间ꎬ国泰大戏院(原春和戏院)曾发布七次富连成

和李万春的演出广告ꎬ一直到 １９３７ 年停刊再没有

刊登戏院广告ꎮ 可以看出ꎬ戏院广告见证了«北
洋画报»的兴衰ꎬ«北洋画报»也呈现了近代戏曲

艺术特别是京剧艺术的繁荣与萧瑟ꎮ
统观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ꎬ早期的戏院广告

大多是为了纯粹宣传戏院而做ꎮ １９２９ 年之前的

戏院广告绝大部分都是对戏院本身的宣传ꎬ只有

很少的几则广告呈现了演员和剧目的信息ꎮ 如春

和戏院广告一般位于今天报纸“报眼”的位置ꎬ顶
部有幕布图案的设计ꎬ幕布正中写明“春和大戏

院”ꎬ中间位置或者排四列字ꎬ写明“建筑华贵”
“设备精雅”“暖气合宜” “地点中适”ꎬ或者排两

列字ꎬ写明“电影”“戏剧”ꎬ最下面是两行小字ꎬ写
明地址和电话:“天津法租界马家口”ꎬ“电话三一

四二七三二四〇二”ꎮ １９３０ 年之后绝大部分的戏

院广告以呈现演员信息为主ꎬ也间或呈现剧目信

息、演出时间、观赏票价等内容ꎮ 一般演员名字会

放到中间位置ꎬ且字号比其他信息的字号大ꎬ主要

演员则是最大字体以起到醒目的作用ꎬ利用“名
人效应”来扩大其宣传ꎮ 这期间的戏院广告或者

刊登在今天报纸“报眼”的位置ꎬ或者刊登在文艺

类内容版面的顶部ꎬ类似今天报纸的“报眉”广

告ꎮ 如 １９２９ 年第 ２８２ 期刊登的明星戏院广告ꎬ位
于第三版顶部左侧ꎬ相当于今天的“报眉”广告ꎬ
整条广告为长方形ꎬ最右侧是用方框框起的“明
星戏院”四个字ꎬ中间是演员信息“特约杨小楼尚

小云杨宝忠钱金福”ꎬ其中杨小楼和尚小云字体

较大ꎬ杨宝忠和钱金福字体较小ꎬ左侧是最小字体

的时间、票价等信息:“于本月念三(阴历十四)起
演唱三天”“念四星期日加演日场” “票价戏码参

看日报”ꎮ 从这则戏院广告中ꎬ我们还可以看到

天津已经开始日场演出ꎬ可见戏曲市场的繁荣ꎮ
１９２９ 年«北洋画报»出了“戏剧专刊第五十期

纪念号”ꎬ这一期中春和戏院的广告还是带有幕

帘的方块形设计ꎬ登在头版的报头右侧ꎬ类似于今

天“报眼”的位置ꎮ 此后ꎬ作为«北洋画报»主推的

两个戏院广告ꎬ春和戏院广告和明星戏院广告基

本都是长条形以突出演员姓名为主的设计方案ꎬ
交替登在影视文艺版和戏剧专刊的“报眉”位置ꎬ
直到戏院广告渐趋式微ꎮ 这期间的戏院广告除了

重点突出演员信息外ꎬ很多广告写明了剧目信息ꎬ
也会使用一些宣传性质的文字ꎬ或者说明上演义

务戏等ꎮ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朱琴心、马连良等在明星戏

院演出ꎬ«北洋画报»从 ８ 月 １２ 日第 ５１０ 期到 ８ 月

３０ 日第 ５１８ 期连续推出广告ꎬ均登在第二版顶部

左侧ꎬ广告设计大致相同ꎬ以突出演员姓名为主ꎬ
每期更换剧目ꎮ 也有戏院广告将演剧信息和电

影、演艺等其他信息合为一则统一发布ꎬ如 １９３０
年第 ５０４ 期春和戏院广告ꎬ在第三版顶部左侧ꎬ长
条形广告分为三个部分ꎬ右侧用长方形框框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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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法租界马家口”“春和大戏院”ꎬ中间部分字

体稍小ꎬ写明“夏季游艺会一星期(今日准演)电

影苏滩杂耍南方弹词”ꎬ左侧用四列较大字体突

出演剧信息:“大戏准演”“吴铁菴”“胡碧兰”“通
券三角”ꎮ 这些戏院广告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

时天津文化演艺事业的繁盛景象ꎮ

　 　 三、«北洋画报»戏曲广告的学术研究
价值

　 　 近代报刊的戏曲史料价值日益受到学者的普

遍关注ꎬ针对戏曲广告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多见ꎬ诚
如傅谨所讲ꎬ“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看ꎬ比如从戏

曲演出生态的角度看京剧ꎬ那么广告的价值与参

考意义ꎬ决不低于报刊上的介绍与评论文章” [１４]ꎮ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戏曲广告的确可以为戏曲

史研究与戏曲传播研究提供新的参考ꎮ 以«北洋

画报»戏曲广告为例ꎬ我们可以围绕演员、戏院等

广告内容展开戏曲史、戏曲传播方面的学术研究ꎮ
笔者整理出了«北洋画报»戏院广告中的演

员和剧目信息ꎮ 从中可见ꎬ戏院广告中出现频次

最多的三位演员依次是:胡碧兰(出现 ２４ 次)、李
春恒(出现 ２３ 次)和马连良(出现 ２０ 次)ꎮ 出现

１０ 次以上(含 １０ 次) ２０ 次以下的演员(包括班

社)还有:马连坤、吴铁菴、侯喜瑞、梅兰芳、王少

楼、赵化南、程继仙、马富禄、荀慧生、尚小云、谭富

英、朱琴心、富连成科班、王凤卿、王又宸、周瑞安ꎮ
这里除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名角儿之外ꎬ还有很多

是知名票友ꎬ«北洋画报»对于他们登台演出做了

专门的宣传推广ꎬ如 １９２９ 年第 ３５８ 期和第 ３５９
期ꎬ连续两期刊登的春和戏院广告ꎬ特别写明“特
约津门名票刘叔度青衣坤伶胡碧兰以及其他名角

准眼拿手好戏两天ꎬ剧目请参看各日报” [１５]ꎬ这些

戏院广告为我们展开演员特别是票友研究指出了

新的方向ꎮ «北洋画报»戏院广告中出现频次最

多的名字是胡碧兰ꎬ但是ꎬ我们在“中国知网”只

找到一条结果ꎬ为陕西师范大学陈祎珊的硕士学

位论文«‹北洋画报›(１９２６—１９３７)中的京剧女伶

资料研究»ꎬ这也并非以胡碧兰为对象的专题

研究ꎮ
天津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之

一ꎬ«北洋画报»则是“天津及华北第一份铜板印

刷画报” [１６]１１６ꎬ如韩红星所讲ꎬ“北画 («北洋画

报»简称ꎬ引者注)是华北地区经办时间最长、影
响最大的画报ꎬ也是刊登广告最多的画报ꎬ是研究

近代中国广告的重要媒介” [１７]７１ꎮ 胡碧兰在«北
洋画报»戏院广告中出现频次最多ꎬ一方面呈现

了胡碧兰的戏曲活动与«北洋画报»出刊在时间

上的契合关系ꎬ另一方面也足见其在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天津戏曲市场的活跃程度ꎮ 我们对

近代演剧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观照ꎬ力求呈现戏曲

发展的历史情境ꎬ显然不能缺少对胡碧兰这样知

名演员的充分研究ꎮ «北洋画报»戏曲广告也为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ꎬ我们可以结合戏曲

广告和其他文字报道ꎬ对知名演员及票友的演出

活动进行系统研究ꎬ考察演出频次与参演人员ꎬ分
析戏曲名伶、名票的演出活动及其在天津戏曲市

场所处的位置ꎬ从而呈现更加丰富全面的近代戏

曲史ꎮ
中国戏曲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国戏曲志

天津卷»记载ꎬ自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ꎬ天津大约有 ３０ 家戏院、剧场

等演出场所ꎬ不仅较好地承担了戏剧、电影、曲艺、
歌舞、杂技等的演出任务ꎬ也是近代天津戏曲演出

与传播的重要场所ꎮ 其中的春和戏院、明星戏院

与北洋戏院并称为京剧名角的“三大演出场所”ꎮ
我国戏曲史研究专家车文明教授在谈及天津的春

和戏院时曾指出:“春和戏院的建成在天津剧场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ꎬ它基本上摆脱了旧式茶

园的窠臼ꎬ开始了天津剧场的现代化进程ꎮ” [１８]４４

显然ꎬ今天我们对于春和戏院的研究与其曾在近

代戏曲史上发生的意义是不匹配的ꎬ这主要是因

为作为演出场所的戏园舞台往往随着社会历史的

演进而有诸多变迁ꎬ不仅已经难觅踪迹ꎬ且少有相

关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ꎮ 近代报刊的戏院广告为

我们展开戏院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

史料ꎮ
«北洋画报»中的戏院广告绝大部分都是春

和戏院和明星戏院的广告ꎬ我们也可以充分结合

戏院广告ꎬ消息、剧讯类广告和图像类广告对两大

戏院进行系统研究ꎬ详细梳理曾有哪些京剧名伶

在此演出ꎬ曾上演过哪些经典剧目ꎬ还有哪些演艺

活动ꎬ从而综合考察剧院的经营理念与商业运作ꎬ
充分把握天津近代戏曲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复杂

过程及其发展特点ꎮ 唐雪莹在讨论«申报»戏曲

广告相关问题时曾讲:“商业广告是商业经济发

展的产物ꎬ通过对«申报»中戏曲广告的分析ꎬ我
们从中可以探察近代上海戏曲的商业运作ꎬ从而

也就不难解答海派戏曲繁荣之因ꎬ以及上海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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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近代戏曲之中心等诸多问题ꎮ” [１９] 天津

是近代戏曲活动重镇ꎬ对天津戏曲广告展开市场

化、商业化问题研究不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ꎬ还可

以进而展开南北比较研究ꎬ探索“京派”与“海派”
在京剧市场化、商业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

同特点ꎬ为考察近代戏曲变革提供丰富视角ꎮ
充分利用近代报刊中的戏曲广告ꎬ我们还可

以从戏曲传播问题入手ꎬ展开以下问题的深入讨

论:首先ꎬ探讨戏曲 /京剧发展与媒介变革的互动

关系ꎮ ２０ 世纪初ꎬ京剧艺术完成明星制取代班社

制的过程再次走向鼎盛ꎬ到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ꎬ京剧市场暂时萧条ꎬ这期间京剧与报刊的互

动日益加深ꎬ«北洋画报»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

为活跃的报刊之一ꎬ通过综合梳理消息、剧讯类ꎬ
图像类和戏院类等广告内容ꎬ可以考察其对经典

剧目和戏曲艺人的多维推广ꎬ探索剧目创新与流

派走红的媒介生态ꎬ进而对广告图像展开叙事研

究ꎬ从叙事内容、叙事模式、叙事效果等方面考察

其传播理念与传播策略ꎬ解读天津近代戏曲发展

与媒介变革的互动关系ꎮ
其次ꎬ借鉴美国学者詹姆斯Ｗ.凯瑞所提出的

传播的仪式观(Ａ Ｒｉｔｕ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结
合戏曲广告与其他报刊资料ꎬ全面考察中国近代著

名京剧艺人的媒介形象与文化身份ꎬ及其在传播情

境中的主体性作用ꎮ 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

的代表”的凯瑞把传播研究分为传播的传递(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与传播的仪式

(Ａ Ｒｉｔｕ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提出如果把传播

视为一种仪式ꎬ那么传播就更多的是参与、是意义

和美的生成、是唤起和感召ꎮ “传播的起源及最

高境界ꎬ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ꎬ而是建构并维

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

行为的文化世界ꎮ” [２０]７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经典

的舞台艺术ꎬ也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建构并维系着

共同的生活观念与民间信仰ꎬ发挥着社会学的功

能ꎮ 我们可以借鉴传播的仪式观ꎬ系统考察图像

类广告中的剧照、生活照、交往合影、外事照片等

解读名伶艺人的社会角色ꎬ结合图像志分析考察

其特定主题与象征意义ꎬ探索戏曲演员对民族身

份的认同ꎮ «北洋画报»还登载了很多戏曲演员

与媒体人员之间的合影ꎬ也有互通信件的照片ꎬ和
赠与字画的图片ꎬ这些图像类信息呈现了戏曲演

员在戏曲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ꎬ可以由此讨论他

们在传播情境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ꎬ丰富戏曲

传播相关问题研究ꎮ
再次ꎬ借鉴空间人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的

研究方法ꎬ探究戏曲广告的公共空间与天津城市

近代化的关系ꎮ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

苏基朗先生在谈及如何讨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的

生成及内蕴问题时曾强调ꎬ我们应该突破近 ２０ 年

来的城市化、市场化、西风化研究模式ꎬ“希望从

四个人文空间的动态发展出发ꎬ交织成城市文化

的另一个侧面ꎬ另一个故事ꎮ 这四个空间即媒体

的空间、心身空间、法律空间和景观空间” [２１]５ꎮ
空间人文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ꎬ以戏曲广告为

研究对象ꎬ利用数据库资源和数字技术ꎬ对«北洋

画报»戏曲广告所描述的场景(人、情境、社会)进
行分析ꎬ考察天津戏曲活动所依托的交往关系ꎬ可
以呈现近代戏曲变革的文化空间ꎻ同时ꎬ结合天津

城市发展历史地图所描绘的实体性地标ꎬ对比考

察戏曲广告在休闲、医药、教育、办公等公共空间

中的聚合关系ꎬ呈现媒介化地标对城市文化空间

的总体建构ꎬ深入解读近代戏曲发展变革所依存

的城市结构与复杂生态等问题ꎬ都可以从一个新

的视角对戏曲艺术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ꎬ阐释戏曲改革与近代

天津城市发展和时代精神的三维互动ꎬ全面考察

近代戏曲艺术的历史意义ꎮ

诚如单永军所讲ꎬ“不论怎样ꎬ报刊和期刊一

直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大众传媒ꎬ它们打开了看

世界的窗口ꎬ成为艺术传播的渠道ꎬ影响和改变着

各种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２２]８ꎮ 近代天津戏曲活

动ꎬ特别是京剧活动ꎬ是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ꎬ«北洋画报»戏曲广告在传播戏曲信息的

同时ꎬ也参与了近代天津文化艺术生态的整体建

构ꎮ 对天津近代著名报刊中的戏曲广告展开研

究ꎬ不仅可以解读天津近代传媒对戏曲艺术特别

是京剧艺术的传播与推广ꎬ考察城市文化品格对

戏曲艺术发展的综合影响ꎬ也有助于探索戏曲研

究文献分类的新方法ꎬ扩宽戏曲研究学术视域的

新路径ꎬ完善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学术体系ꎬ有利于

深化中国戏曲史和戏曲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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